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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的话

青春与梦想相伴，愿景和使命同行。青年在

促进中外交流对话上发挥着重要的桥梁作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呼唤青年的责任与担当。即

日起，本版与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

联合推出“外国青年走读中国”专栏，采访来自不

同国家、不同职业背景的在华外国青年，聚焦他们

在中国学习、工作、生活的体会感悟，加强交流合

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青春力量。

图①：潘妧纱在 2021 年 7 月举行的国际青年英

才对话论坛上同与会嘉宾交流。

图②：在医院身着工作服的费尔杜斯。

图③：哈文在实验室研究调研期间采集的水生

物种。

图④：瑞丽在 2021 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

全球抗疫与国际传播论坛上发言。

以上均为受访者供图

图⑤：位于湖北省襄阳市的月亮湾湿地公园逐

年添绿增景，实现了原生态湿地保护与游览休闲的

融合。 杨 东摄（人民视觉）

在山东大学医学院求学 7 年，取得了硕

士和博士学位后，来自孟加拉国的米斯巴·费

尔杜斯成为北京阜外医院的一名心内科医

师。当谈及毕业后为何留在中国，费尔杜斯

说，“我认为年轻人应该努力学习专业技能，

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中国能够为年轻人提

供这样一个实现自身价值的平台。”

他向记者回忆起初到中国的经历，“那是

在 2009 年 9 月的一个午后，我乘坐的航班降

落在济南遥墙国际机场。那时的我还不懂中

文，周围的新环境对我来说是陌生的。”从机

场到山东大学，费尔杜斯得到一名年轻人的

帮助。“他先是带我坐上大巴，后来又帮我叫

了出租车。我对中国的第一印象就是中国人

民特别友好，乐于助人。”

在中国的生活体验不断加深费尔杜斯

对 这 片 土 地 的 感 情 。 如 今 ，他 可 以 熟 练 使

用 各 种 网 购 平 台 ，享 受 电 子 支 付 的 便 利 。

“无论是购物还是乘坐交通工具，电子支付

快捷简单。我去过很多国家，我认为中国在

这个领域发展得最好。”交通方式的发展变

化也令他印象深刻，“记得 2009 年我刚来中

国读书时，从济南坐火车到北京需要 6 个小

时左右。现在，坐高铁最快只用不到一个半

小时！”

在 采 访 中 ，费 尔 杜 斯 不 止 一 次 表 达 了

对中国的感激之情。“感谢中国国家留学基

金 委 资 助 我 完 成 学 业 ，也 感 谢 许 许 多 多 中

国 的 老 师 、同 学 和 朋 友 都 不 求 回 报 地 帮 助

和 支 持 我 。”这 份 感 情 ，让 他 在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发 生 后 ，毅 然 回 到 中 国 并 竭 尽 全 力 提 供

帮助。

在中国抗击疫情过程中，费尔杜斯陆续

筹 集 到 约 6 万 个 口 罩 捐 赠 给 武 汉 、上 海 等

地。费尔杜斯获得了由中国心血管健康联

盟等机构联合颁发的“2020 年‘一带一路’友

谊奖”。

“在中国，令我感触最深的就是人与人

之间的真挚友谊。”医者仁心，费尔杜斯希望

利用所学让更多人受益。他参与了导师吴

永健发起的“慢性完全性闭塞病变防治周”

活动，并邀请该领域的各国专家讨论复杂手

术案例，促进学术交流。在导师的带领下，

费尔杜斯曾前往孟加拉国、尼泊尔、泰国、马

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与当地同行进行

学术交流。“疫情防控期间，我们仍保持着密

切和频繁的线上往来。过去两年里，我们与

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同行们

举行了超过 15 次线上会议和两次现场手术

操作培训。”

“曾经我以为‘一带一路’更多地侧重于

基础设施合作，后来我逐渐意识到，它的内涵

远远不止于此。”近年来，作为亚洲心脏病学

会副会长，费尔杜斯参与举办了很多活动，在

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积极关注与心脑血管

相关的健康问题。“这些活动帮助了许多年轻

医生了解最新医疗技术发展动向，相信也会

惠及更多病患。共建‘一带一路’打开了相互

学习的大门。”

当被问及对未来的憧憬，费尔杜斯动情

地 说 ：“ 共 建‘ 一 带 一 路 ’让 各 国 人 民 心 连

心。希望先进的技术和手术方法能够在更

多医院得到普及，让大家远离心脏疾病，拥

有健康生活。”

“人与人之间的真挚友谊”
本报记者 时元皓

“事实证明我来中国留学的选择是正确

的。”厄瓜多尔留学生哈维·苏佩说，在中国学

习和生活的这几年让他受益匪浅，不仅学到

了更加前沿的专业知识，也让他对中国环境

治理的成果和经验有了更加直观的认识。

哈维·苏佩今年 28 岁，来自厄瓜多尔中

部城市安巴托，在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水

环境模拟国家重点实验室攻读博士学位。在

这里，大家都称呼他的中文名——哈文。目

前，他正在研究海洋生态系统中的钒污染和

健康风险等课题。“中国的环境科学研究水平

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认可，许多研究资源

和科研成果，也推动了其他国家实现可持续

发展。”

哈文曾在前往山东采集研究样本的途

中，被位于东营的“水城米仓”稻田中巨大的

画作深深吸引，“中国生态旅游发展迅速，充

分印证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科

学性。这一理念深入人心，指明了实现发展

和保护协同共生的新路径，推动中国实现经

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世界上每个地方的生态系统都是独一

无二的，当面对发展需要时，如何同时保护原

有生态环境是个挑战。中国的许多地方很好

地实现了开发与保护的平衡。”哈文说，中国

生态系统种类繁多，从南到北，地貌和物种差

异很大。“我正计划着去更多的自然保护区看

看当地如何保护生态环境，比如四川九寨沟、

贵州梵净山、云南白马雪山等众多中国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

哈文注意到，近年来，中国政府加强宣传

引导和出台支持新能源产业发展政策，鼓励

人们选择环保出行方式；各部门协调一致，高

效推进生态治理。“走在北京的街头，可以看

到很多人骑着共享单车出行，马路上也有许

多绿色车牌的新能源汽车。”哈文说，学习之

余，他还时常去北京周边的湖泊、公园和森林

等地考察，见证了这些地方的生态环境不断

改善。“比如，我每次去官厅水库都能感觉到

水域面积在扩大。有一次，我只在那里待了

一会儿，就看到了四五种不同的鸟类。这正

说明当地政府为环境保护付出的努力获得了

回报。”

“中国环境治理的理念、政策和实践不

仅造福本国，也有利于全世界。”哈文表示，

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生态文明建设的

成果有目共睹。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中国不

但注重自身发展，还通过国际合作积极帮助

其他国家共同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由中

企承建的辛克雷水电站彻底改变了厄瓜多

尔电力短缺的历史，帮助该国从电力进口国

变成电力出口国。此外，两国在能源、生物

多样性保护等领域保持密切合作，对厄瓜多

尔的环境治理产生了巨大促进作用。“我打

算将来继续留在中国，进一步学习环境治理

方面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希望未来能利用

所学为厄瓜多尔以及全球环境治理作出贡

献。”哈文说。

“我打算将来继续留在中国”
本报记者 王骁波

“我会一直用我的镜头记录、探索中国，

通过互联网继续讲好我和中国的故事，向世

界展现一个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去年 9
月，在 2021 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全球

抗疫与国际传播论坛上，意大利视频博主瑞

丽·隆吉的一席发言收获了台下的阵阵掌声。

瑞丽来自意大利罗马，在中国学习工作

6 年多，如今已在浙江杭州成家立业。她和

丈夫何俊杰在社交网络平台发布生活类、旅

行类视频，目前拥有超过 140 万的粉丝。在

她看来，中国互联网迅速发展，为许多人实现

自我价值提供了机会和平台，“它让我接触了

一个新兴行业，并由此改变了我的生活”。瑞

丽也发现，许多外国年轻人选择留在中国，用

不同方式向世界讲述中国的发展变化，分享

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体现了中国文化吸引

力的不断提升。

在昆明逛早市，在长沙品尝特色美食，在

杭州记录乘坐高铁出行的经历……打开瑞丽

的社交网络主页，可以发现，她非常喜欢展现

在中国不同地方的体验。“中国各地都有着独

特的‘味道’，不仅是饮食方面，各地的风土人

情、民俗文化等都深深地吸引着我。”瑞丽表

示，在中国生活的经历让她亲身感受到中国

的丰富多元，从杭州的细腻到成都的热辣，从

三亚的热带风情到南疆的淳朴民风，她希望

透过镜头让更多人感受中国、了解中国，“让

全世界发现中国的美好”。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瑞丽拍摄了许

多介绍中国疫情防控举措的视频，在海外社

交平台引发广泛关注。中国政府始终坚持人

民至上、生命至上的防控理念给瑞丽留下了

深刻印象。“中国政府既重视疫情防控，也重

视经济发展，动用一切可用资源抗击疫情，保

障了人民的生命健康。”瑞丽认为，中国疫情

防控取得的成绩对于一个 14 亿多人口的国

家来说殊为不易，这是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努

力的结果。

前不久，瑞丽到访陕西西安，探访正在

建设中的丝路欢乐世界。园中有 7 个主题

文化街区，汇聚各国特色，展现古代丝绸之

路沿线国家的历史文化和发展脉络，别具风

情。瑞丽曾在西安留学，这次参观令她颇有

感触。她表示，西安和她的家乡罗马都是历

史古城，都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支点。现

在，中国推动共建“一带一路”，不仅让古老

丝路焕发新光，更将世界各国联系在一起，

为全球发展事业注入了新的动力。“我们是

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在实现自身发展的

同时，积极与世界各国分享发展经验，提供

发展机遇，将给各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

处。”瑞丽说。

“用我的镜头记录、探索中国”
本报记者 戴楷然

“对我而言，在中国生

活和工作如同一段无尽的

探索之旅，每个转角处都

有 着 令 我 为 之 着 迷 的 东

西。”来自荷兰的埃尔斯贝

斯·范·帕里顿如此形容她

对中国的感受，她有一个

好 听 的 中 文 名 叫 做 潘 妧

纱 。“ 中 国 一 直 在 发 展 变

化，而我享受其中。”

潘妧纱是一位青年汉

学家，她曾先后在荷兰莱

顿大学和中国北京语言大

学 学 习 ，目 前 是《北 京 周

报》的 一 名 英 文 编 辑 顾

问。在她的稿件中，能看

到来自中国各地带有人文

关怀的故事。无论是 65岁

老人开始学习芭蕾舞，还

是“Z 世代”青年探索将沉

浸式戏剧元素与京剧相结

合，抑或是记录珍稀动物

保护工作背后的点滴……

潘妧纱认为，这些讲述普

通中国人生活的故事能够

引 起 其 他 国 家 读 者 的 共

鸣，为他们了解中国社会

发展现状提供新的视角。

她与记者分享了采写

“时尚奶奶”一文的感受。

4 位平均年龄 70 岁的北京

奶奶在社交平台发布了许

多 记 录 日 常 生 活 的 短 视

频。视频中，她们造型百

变、气质优雅，积极自信的

生 活 态 度 吸 引 了 大 量 粉

丝。“时尚奶奶热情地拥抱

数字时代，正体现了只要

热爱美丽和健康，老年仍

然可以成为人生的黄金时

段。”潘妧纱说。

工作之余，潘妧纱还对探究当今中国的时尚产

业和城市文化情有独钟，她创办了双语时尚电子杂

志“China Temper（意为中国范儿）”。“在中国年轻

一代的个性风格及表达的强烈影响下，中国时尚的

发展触及社会各个层面，其深度、规模及影响力早已

超出我们的所见范围。中国文化软实力深厚，我希

望通过我的杂志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的不同侧面。”

从探讨时装技术的未来，到推介新生代中国摄影师，

该杂志向读者介绍有关中国时尚产业的最新前沿动

态，展现其中的文化内涵。

最近，潘妧纱正在研究中国在时尚领域如何实

现可持续发展，以及在推广绿色生活方式方面的探

索和努力。她注意到，在 6 月举行的上海时装周上，

许多中国设计师在选择面料制造商和制衣厂时都遵

循了绿色环保理念。“设计师们或是使用前几季的回

收材料，或是与本土手工艺团体合作，以实现从编织

到染色的全手工生产，用可持续理念将传统元素与

现代中国联系起来。”

去年 5 月，潘妧纱参与了“国际青年中国行”广

东站的调研活动，与其他来自 16 个国家的 22 位青年

一道先后前往广州、东莞、深圳等地，深度感知大湾

区改革开放活力，领略独具特色的岭南文化。“改革

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变化。调研

中几家来自智慧出行、工业机器人、人工智能等领域

的科技企业的产品给了我极大的震撼，这些前沿的

技术变革很吸引我。”潘妧纱回忆道。

“世界进入加速变革和不确定性增多的时代，我

们应当理智思考如何沟通，克服分歧找到共同点。”

潘妧纱认为，国际青年应加强对话、相互激励、共同

进步，其中，增进不同文明间的包容互鉴尤为重要。

“当下，全球多元化和文化开放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

的高度。文化交流为国际社会发展注入活力，更有

助于推动世界和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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